
19 

 

參、社會 
 

具多種功能的社會保障卡已覆蓋超過10億人，成為中國大陸民眾取

得社會服務的重要管道。此外，中國大陸扶貧工作的財政投入持

續提高，但執行層面仍存在許多問題。 

中國大陸政府發布推動醫療聯合體建設及鼓勵社會辦醫的政策，希

望促進醫療多元化發展，改善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近期社會不穩定事件頻仍，退伍軍人抗議持續衝擊社會穩定；徐州

幼兒園爆炸凸顯社會安全問題的重要性。 

廣電總局下令關閉三家網路平臺的影音傳播服務，反映「十九大」

前持續強化網路控制。 

中國大陸留學生楊舒平親美言論引發大量網民撻伐，反映愛國主義

情緒的理盲與氾濫。 

中共發布「新疆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藉以彰顯治疆成效

，惟仍續加強管制維吾爾族。 

 

一、社會保障與扶貧工作 

社會保障卡成為取得社會保障服務的重要管道 

    今（2017）年 5 月 25 日中國大陸發出第 10 億張社會保障卡，目前已覆蓋超過

72%的人口，預計 2020年將覆蓋 90%人口，並最終實現人手一卡（新華網，2017.5.26）。

中國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 2014年曾發布社保卡涵蓋的 102項用卡目錄（如

就業登記、參保登記、養老金、失業金領取、就醫購藥結算等），目前中國大陸平均已開通 80%的服務，

預計將在今年底全部開通。此外人社部也推動地域一卡通，即實現跨地區用卡，

並以養老和醫療保險全國聯網服務作為重點，提供醫療費用異地結算、養老費用

異地領取的服務（經濟參考報，2017.5.26）。 

    事實上，近年來社保卡已經廣泛提供電子憑證、資訊記錄、自助查詢、就醫

結算、繳費和待遇領取以及金融支付等功能，許多地區也將民政、衛生計生、公

積金、殘疾人服務、農民補貼等服務事項搭載在社保卡上，使社保卡已經成為中

國大陸民眾取得各項社會保障服務的重要管道（中國網，2017.6.26）。 



20 

 

扶貧工作落實仍存在貪腐及怠政等問題 

     2017年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發表的「發展融資：進展與展望」報告指出，

30 多年來中國大陸成功使 6 億多人口擺脫貧困，是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

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壹讀，2017.5.24）。同時，中國大陸政府對扶貧工作的

財政投入也持續增加。據中國大陸政府 5 月底公布的統計，2017 年中央和地方財

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超過 1,400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其中，中央財政安排補助地方

專項扶貧資金 860.95 億元，比上年增加 200 億元，增長幅度 30.3%﹔有扶貧任務

的 28個省份的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達到約 540億元（人民網，2017.5.29）。 

    然而，扶貧工作的落實仍存在許多問題。中國大陸審計署 5月 27日公布對各

地脫貧工作的審計抽查結果，指出許多地方在脫貧成效、涉農資金統籌整合使用

等方面還存在問題。此次審計共抽查 30個貧困縣，涉及 1,320個項目、50.13億元

資金。有近八成貧困縣存在問題，閒置或未使用資金達 6.7 億元，達 13％（新華網，

2017.5.27）。而未遏制扶貧領域的貪腐及怠政現象，目前中紀委也持續強化在扶貧領

域的監督問責工作（中國青年報，2017.5.24）。 

 

二、醫療體制改革 

發布醫改政策文件推進醫療資源合理分配與使用 

    5月下旬中國大陸國務院先後發布「關於支援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

服務的意見」、「關於推進醫療聯合體建設和發展的指導意見」；前者旨在消除社會

辦醫的制度障礙、推動民辦醫療機構的發展，以提高醫療服務的多樣性，後者則

要求各地全面啟動「醫聯體」建設的試點，由三級公立醫院引導規劃醫療資源的

合理使用與分配（半月談，2017.5.22；人民網，2017.5.26）。 

    截至 2016年底，中國大陸民營醫院雖占醫院總數約 56%，但診療服務量僅占

服務總量的22%；評論指出目前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仍然存在實際地位上的差距，

鼓勵社會辦醫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很容易被弱化，同時民營醫療機構也出現各種

違法行為，亟需積極治理（人民網，2017.5.26；北京青年報，2017.6.16）。而公立醫院雖然獨大，

但往往為求擴大利潤而陷入醫療軍備競賽，進而強化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相關政策的提出，便是要試圖解決這些影響醫療體制發展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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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不穩定 

退伍軍人抗爭持續延燒 

    近期中國大陸連續發生多起老兵維權事件。4月下旬在河南、重慶等地，分別

出現數百名退伍軍人的抗爭維權；5月下旬湖南、河南各有百餘名退伍軍人上訪抗

議，6月 19日，湖北、廣西又同時出現近千名退伍軍人發動的大規模維權行動（大

紀元，2017.4.14、2017.6.20；阿波羅，2017.5.25）。自 2005年以來，退伍軍人每年平均發起 3-4 次

維權行動，但自去年底以來，此類抗爭的頻率與規模都有增長的趨勢。特別是 2016

年 10月及今年 2月，分別出現上萬名退伍軍人無預警的包圍中央軍委大樓、中紀

委大樓的事件，皆曾引發中共高層震驚（美國之音，2017.2.23；BBC，2016.10.11）。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各地退伍軍人要求政府落實中央承諾的安置政策，解決

老兵生存困問題。而中國大陸政府對退伍軍人的敏感身份及其強大的動員能力極

為忌憚，並將其視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事件。雖然中國大陸官方持續加強監控、

截訪、壓制等維穩手段，卻無法徹底改善退伍軍人的生存問題。而此類維權行動

不但將持續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將影響習近平軍改下軍人的士氣及信心。 

 

徐州幼兒園爆炸凸顯社會安全問題 

    6月15日江蘇省徐州市發生一起幼兒園爆炸事件，造成8人死亡及65人受傷。

當地警方迅速宣布破案，宣稱嫌犯為具有爆破背景及反社會傾向的許姓男子，而

其已經在爆炸中身亡（聯合新聞網，2017.6.16）。但當地民眾指出官方隱瞞實際死亡人數，

網民也懷疑此事涉及恐怖攻擊，並質疑政府刻意淡化處理（大紀元，2017.6.16）。此事發

生後，中國大陸教育部緊急要求各地加強學校周邊安全風險防控工作並徹查高危

人群，中共中宣部也迅速下令要求統一報導口徑，並嚴格監控網路及社交軟體，

刪除負面評論；而當地警方則以造謠罪名拘留質疑死亡人數的民眾（法廣，2017.6.16；聯

合新聞網，2017.6.16）。 

    評論認為，徐州爆炸案並非個案，反映出中國大陸社會潛在的安全問題，中

國大陸政府需要認真對待並積極處理，但目前官方處理方式仍試圖推卸領導責任

（自由亞洲電臺，2017.6.15）。亦有評論指出，中共官方為營造「十九大」召開前的穩定氛

圍，刻意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策略（博聞社，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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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控制 

廣電總局勒令三家網路媒體停止傳播影音節目 

    6月 22日中國大陸廣電總局發出通知，要求新浪微博、ACFUN、鳳凰網三個

網路影音平臺關閉其視聽節目，理由是這三家網路平臺不具備傳播視聽節目的許

可證，並播放「不符合規定的時政類視聽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

目」。而廣電總局也指出關閉這些網站的目的是：「為廣大網民營造一個更加清朗

的網絡空間」（風傳媒，2017.6.22；聯合新聞網，6.22）。微博因此一事件導致美國股價重挫，市

值在一天內縮水 10億美元（金融時報，2017.6.23）。微博隨後公告將配合官方政策並加強

與官方媒體合作，以「擴大主流輿論傳播聲音」（聯合財經網，2017.6.30）。 

    評論認為中國大陸政府甫於 6月初強制關閉 60個社群媒體帳號，並宣稱這些

帳號散播對社會有負面影響的粗俗內容，而強制關閉視聽節目是近日加強網路內

容管制的最新一步，其目的在強化「十九大」前的輿論管制（IThome，2017.6.23；聯合報，

2017.6.30）。 

 

五、愛國主義的發展 

楊舒平事件反映愛國主義情緒氾濫 

    5月下旬，中國大陸留學生楊舒平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畢業典禮代表畢業生致詞。

在演講中藉由比較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空氣品質，引伸出美國自由開放的氛圍值得

追求。楊舒平的親美言論引發當地中國大陸留學生反彈，其後中共官媒環球時報

積極報導此事，並稱楊舒平「詆毀祖國」（環球時報，2017.5.22），進而導致中國大陸輿論

的強烈批評與爭議。許多網民認為楊舒平的言論助長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負面刻板

印象，並且以「辱華、賣國賊、媚外漢奸、無恥」等字眼來批評楊舒平，更有不

少針對楊舒平及其家人的人身攻擊與羞辱言詞，甚至以「人肉搜索」方式公布楊

舒平及其家人的詳細私人信息（BBC，2017.5.24）。 

    事實上，對楊舒平的批評未必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的想法。根據一項網路調查，

高達 75%的網民認為楊舒平的演講並沒有「辱中」，而認為楊舒平確實有「辱中」

行為的網民只有 19%（大紀元，2017.5.25）。許多中國大陸網民也認為這種謾罵現象正好

證明中國大陸社會中仍然缺乏楊舒平所嚮往的自由言論空間，並且使中國大陸的

國際形象受到真正的破壞（搜狐，2017.5.23）。然而，這些理性平和的意見往往淹沒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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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楊舒平的羞辱言論下。 

    中國大陸學者指出，楊舒平事件反映在中國大陸社會說實話是有風險的，會

讓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感到害怕（自由時報，2017.05.24）。評論則認為反映出中國大陸官方

正刻意在留學生群體中培養「愛國正能量」，而中共官媒的刻意炒作是有意藉由愛

國主義情緒與網路輿論暴力的操弄，排斥不同個體的意見（德國之聲，2017.5.23；BBC，

2017.5.27）。 

 

六、少數民族 

發布「新疆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意圖彰顯以法治疆、團

結強疆之治理成效 

     儘管中國大陸對新疆的治理屢遭質疑，但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2017

年 6月 1日發表「新疆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聲稱新疆的

宗教信仰自由獲得尊重保護，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滿足。惟根據「世界維吾爾大會」

5 月發表之「新疆地區 2016 人權情況」年度報告顯示，中國大陸政府仍持續在此

地區維持高壓政策，進一步壓制宗教和文化自由，維吾爾族的日常宗教和文化習

慣被視為非法活動，面臨懲罰（自由亞洲電臺，2017.6.4）。 

    「白皮書」將新疆的「人權」分為政治、公民、經濟、社會、文化、環境、

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婦女、兒童、老年人、殘障者等章節，表述新疆民眾在這些

領域享有之權利。中國大陸近年來把「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作為新疆工作

總目標，並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

同繁榮發展」，強調確實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共享發展

成果；宣稱實現「充分的人權」是人類長期追求的理想，也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

在內的全中國大陸人民「長期為之奮鬥的目標」（新華社，2017.6.1）。   

  「白皮書」指出，中國大陸於 1955年在新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一步

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經濟社會發

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各族人民的「人權保障水平不斷提升」，並列舉數據變化（如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共有新疆代表 60名，其中少數民族代表 38名，占 63.33%；第十二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

表大會共有代表 550名，其中少數民族代表 363名，占 66%，稱少數民族參政權得到保證），表明新疆不論人種、

民族、風俗、宗教，新疆公民的文化權利都能受到尊重和維護，強調少數民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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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在新疆司法、行政、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社會公共事

務等領域得到廣泛使用（指現有 13家出版社使用維吾爾、漢、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錫伯 6種語言文字出

版圖書、影音製品和電子出版物；公開發行報紙 110 種，其中少數民族文字報紙 52 種），及依法尊重和保護新

疆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權利（新華網，2017.6.1）。「白皮書」聲稱，新疆現有宗教團體

112個，政府幫助宗教團體改善條件，支持宗教團體發揮作用，全面貫徹落實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正常宗教活動受到法律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依法保障（人

民網，2017.6.2）。 

 

持續加強管制維吾爾族，防範新疆族群衝突 

   儘管「白皮書」從新疆各層面環境，強調新疆人權進展，尤其突顯當地少數

民族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及參政權等，惟實際上中國大陸當局面對新疆漢維族

群議題時，仍慣以武力鎮壓與污名化宣傳方式處理。北京維權人士胡佳表示，維

族人批評中國大陸政府，會被扣上分裂主義、甚至是恐怖主義的帽子，中央民族

大學的維吾爾族副教授伊力哈木並未要求新疆獨立，卻因批評中共中央在新疆的

民族政策被判處無期徒刑，遭受政治迫害（伊力哈木為「維吾爾線上」網站的創辦人和站長，關注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收入差距及失業問題。烏魯木齊市檢察院以「分裂國家罪」的罪名對伊力哈木提起公訴。伊力哈木否認

並稱自己沒有支持新疆獨立，卻仍被以「分裂國家」罪名，判處無期徒刑）。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曾發

表聲明，中國大陸以打擊宗教和暴力極端主義為由，持續打壓新疆穆斯林民族，

並對其施加諸多限制，包括：沒收維族人的護照和古蘭經（近來更沒收 2012年 8月前印刷的

可蘭經，聲稱其中有「極端內容」），禁止男子蓄長鬚、女性在公共場所帶面紗等，並制定針

對性限制法令（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自治區實施反恐怖主義辦法」等），以依法治疆的

正當性去限制新疆維吾爾族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言論自由（如在新疆大部分人口奉行伊

斯蘭教年度齋戒月之時，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公布新規，強制 16歲以下未成年人改掉「具宗教性」名字，及要求餐廳正常

營業，清真寺宣傳反對封齋）（美國之音，2017.7.6；紐約時報，2017.7.8）。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上臺後，加強對維吾爾族管制。近年中國大陸政府積

極鼓勵漢族移民到此區域發展，漢族現已占當地約 45％的人口。儘管「白皮書」

意圖彰顯北京當局依法治疆成效，以及在改革開放後新疆人權事業的進展，惟北

京當局仍頻繁在新疆各地舉行反恐誓師大會和武裝訓練，對於當地維吾爾族人的

生活、宗教、言論仍採取嚴密監控措施，並積極打壓宗教極端勢力。未來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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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對新疆少數民族治理及其經濟、社會、文化、宗教信仰自由等權利能否有效確

保與落實，值進一步觀察。 

 

（社會保障與扶貧工作、醫療體制改革、社會不穩定、網路控制、愛國主義發展、

由王占璽主稿；少數民族由文教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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